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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去年的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去年的树》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的
一篇课文，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童话故事，故事用朴实的语
言讲述了鸟儿和树之间的真挚情谊。

这篇文章中的对话较多，比较适宜学生分角色朗读，为了更
好地让学生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引导学生感情朗读是非
常必要的。我知道，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一
个对话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就是在教师、学生与教
材之间的互动中展开的。因此我力求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创
设情境，引领学生深入童话中的角色，体会角色的情感世界，
把学生真正带入文本的情境中，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思想感情。
因此在教学初始，我就逐步引导学生注意课文中小鸟和大树
的对话，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小鸟
寻找大树时的焦急与艰辛。用小鸟的三个问句把这些零散的
语言朗读串成一条情感的链，让学生在反复地朗读中一步一
步的深化情感。这样，渐渐的，孩子们走近了这对形影不离
的好朋友之中，把握了读的感情基调。

在小鸟面对着灯火，唱歌给树听这一部分。这里有三个自然
段，文字很简单，却给了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这里既是情
感的暴发点，更是指导学生练笔的训练点。最后我还在这里
安排了一个想象说话的环节，语文课堂应是听说读写相结合



的。学生交流后，感慨很多，很出乎我的意外。

一堂课下来，我觉得本课的教学目标比较切实地完成了。学
生能很快地理解、分析课文中的词句，并感受到小鸟和大树
之间的种种情感。

但设计毕竟是预设的，一到课堂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课虽
已尘埃落定，课堂上不能忽略的细节让我更为难忘，也促使
我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了一些问题。

一、对文本多元解读时，正确把握教学的主导倾向。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
意教育内容的价值取向，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
验”。老师和学生从这个童话中读出了小鸟的信守诺言、珍
惜友情，读出了大树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读出了对伐木
人乱砍树木的愤慨，读出了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感悟……
这些多元解读，价值取向积极健康，应该说都是可以的。不
过我们又要看到，作者写作总有他的主导倾向。一篇课文的
教学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对多方面的感受充分展开，所以，
我们在对作品多元解读时，还得考虑教学的主导倾向。

细细品味《去年的树》，一种哀婉动人的`心绪会萦绕在我们
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们的心？《去年
的树》是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但它的构思却与众不同：故
事刚交待了鸟儿和树的友谊，树就从故事中退出了。作者的
叙述主线完全落在了鸟儿身上，让鸟儿信守诺言，去追寻树
的踪迹。故事的结局让我们心灵震颤——鸟儿找到的已经不
是当年枝叶繁茂的大树，而是朋友的躯体点燃的灯火，尽管
这样，鸟儿还是对灯火唱起了歌。这个故事打动我们的不只
是鸟儿的信守诺言，而是一种生死不渝的友谊。当友谊超越
了生死的界限，就成为感人肺腑的永恒情怀，成为巨大的精
神力量。我觉得这是这个童话人文内涵的主导倾向，它有别
于其他歌颂友谊的课文，具有独到的教育价值。



当我第一遍读文本时，我觉得这篇作品的主旨在“环保”上：
要爱护树木，保护树木，不应该乱加砍伐。但再读几遍后，
我认为作为文学作品，这篇童话更为重要的，在于非常生动
地叙写并歌颂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深厚的爱意、纯真忠诚的
友谊。小鸟对着灯火歌唱着，树变成火柴，这是有形的，可
是当变成火光，就是无形的，小鸟为什么还要歌唱？小鸟对
着不可触摸的，已经飘逝的火光唱歌，明明知道它已经不会
回答了。这是尽心，这是牵挂，这是深厚的爱意，这是纯真
的友谊，这是对自己的爱负责。”虽然我对文本的解读是到
位的，但在教学中，对引导学生体会小鸟的信守诺言做得不
到位，感觉太突兀了，学生还不明白。

二、重视整体把握

去年的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去年的树是一篇感人的童话故事，讲的.是一只小鸟与一颗树
发生的故事，他们约定明年春天回来给树唱歌，等到第二年
回来后，树却不见了，小鸟就一直在寻找树木，最后又对着
灯火唱着去年唱的歌飞走了！在上课的时候，我制定了两个
学习目标，让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朋友之间要信守
诺言，珍惜友情！

在上课的时候，首先创设情境，让学生自己初读课文思考课
文讲得一件什么事情，同学们都很认真，然后让学生分角色
朗读课文，让学生体会每一次寻找大树时的话语，并且让学
生用心体会小鸟寻找大树时一次次不同的心情！在最后一节
的学习中，我让学生自己质疑问难，并进行拓展说话的练习。
我设计了这样二个有坡度的说话练习：

（1）补充小鸟与“大树”的无声对话。师：此时无声胜有声，
小鸟和“大树”正在进行着无声的对话，请同学们说一说：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好像在对“大树”说：
“大树”仿佛也在说：唱完了歌，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



儿，好像在对“大树”说：“大树”仿佛也在说：让孩子们
寓情于景的进入到课文中！

并且让学生体会信守诺言，珍惜友情，朋友之间要相互帮助，
还要爱护环境和树木，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存，但是在这节课
上让学生读的不是太深入，在以后要让孩子多读，多练！

去年的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文章中的对话较多，比较适宜学生分主角朗读，为了更
好地让学生体会每一个主角的情感，引导学生感情朗读是十
分必要的。我明白，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一
个对话过程。从某种好处上说，教学就是在教师、学生与教
材之间的互动中展开的。因此我力求透过多种形式的读，创
设情境，引领学生深入童话中的`主角，体会主角的情感世界，
把学生真正带入文本的情境中，体会每一个主角的思想感情。
因此在教学初始，我就逐步引导学生注意课文中小鸟和大树
的对话，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小鸟
寻找大树时的焦急与艰辛。用小鸟的三个问句把这些零散的
语言朗读串成一条情感的链，让学生在反复地朗读中一步一
步的深化情感。这样，渐渐的，孩子们走近了这对形影不离
的好朋友之中，把握了读的感情基调。

在小鸟应对着灯火，唱歌给树听这一部分。那里有三个自然
段，文字很简单，却给了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那里既是情
感的暴发点，更是指导学生练笔的训练点。最后我还在那里
安排了一个想象说话的环节，语文课堂应是听说读写相结合
的。学生交流后，感慨很多，很出乎我的意外。

一堂课下来，我觉得本课的教学目标比较切实地完成了。学
生能很快地理解、分析课文中的词句，并感受到小鸟和大树
之间的种种情感。



去年的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去年的树》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童话故事，用朴实的语言讲
述了鸟儿和树之间的真挚情谊。这篇课文的.教学设计中，我
确立了两个重要教学目标：

1、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感受小鸟和大树之间深厚的友谊，初步体会到诚信的可贵。

在教学中，把学生带入文本，带入作者的心灵，为了更好地
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引导学生感情朗读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我首先让学生走进课文中的种种角色，体会每一个角
色的思想感情。让学生重点抓住课文中小鸟的三次问话的语
气，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小鸟寻找
时的焦急与艰辛，越来越明朗。这样，渐渐地，孩子们走近
了这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之中，把握了读的感情基调。再通
过不同形式的朗读，让学生感悟语言的感学生从读中能有所
感悟，懂得友情的珍贵。

去年的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阅读教学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本文故
事内容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树与鸟的这份情。教学中，我
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读书。体会小鸟寻找好朋友树的曲折和
不易。自由朗读时，找出小鸟寻找树到过哪些地方，问过谁。
学生找出了从很远的地方——森林——山谷——村子，问
过“树根——大门——小女孩”，最后找到灯火。我随即板
书，从这些句子、词语中抓住故事的情节，感受小鸟千里迢
迢、历尽艰辛找朋友的过程，体会到小鸟对友情无比珍惜的
情感。

通过分角色朗读的方法进一步升华情感。学生真的是为此动
容了，当我问到“小鸟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会想什么呢？



学生答，会想他们以前在一起玩的事。“唱完歌，小鸟又对
着灯火看了一会”这时他会说什么呢？有的答，我终于找到
你了，有的'答，我很想你，这些真情流露正是他们纯洁幼稚
的童心对文本所蕴含的情感的独特理解。


